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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说明、目录、图表目录

         矿山修复即对矿业废弃地污染进行修复，实现对土地资源的再次利用。矿山开采过程中

会产生大量非经治理而无法使用的土地，又称矿业废弃地，废弃地存在因生产导致的各种污

染。

       &ldquo;十二五&rdquo;期间，中央财政共投入210亿元支持地方开展地质灾害防治工作，完

成了4000多个重大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工程治理，保护了100多万人的生命安全。在地方财政保

障方面，目前，全国已有27个省（区、市）设立了省级财政地质灾害防治专项资金，年度资

金额度近40亿元。&ldquo;十二五&rdquo;期间，各级地方政府累计投入地质灾害防治专项资金

近500亿元。     2011-2016年我国矿山环境治理投资规模走势图          资料来源：公开资料整理

       2016年土壤修复预算增长145.6%。根据财政部2016年4月公布的2016 年中央财政预算，当年

预算新增了土壤污染防治专项预算项目（原为重金属治理专项），预算数为90.89 亿元，2014

年与2015 年执行数均为37.00 亿元，16年同比增长145.6%。     中央财政预算土壤修复预算数额  

        资料来源：财政部

        我国各种类型矿区的土地环境破坏问题一直以来都十分突出。我国目前矿区土地复垦率

只有15%，远低于国际上50%-70%的平均矿地复垦率水平，更低于欧美国家超过80%以上的数

字。全国土地复垦的现实十分严峻。目前国家大力提倡生态文明建设，特别是强调加大耕地

保护力度，恢复矿山占用和被破坏的耕地面积迫在眉睫。

        矿山环境修复是一个系统工程，其中有很多技术需要进一步的完善和研发。对于量大面

广的矿业污染土地来说，目前相对可行的办法是植物萃取、植物稳定/植物固定、物理隔离等

。通过一些特殊植被可以把污染物固定在原位，不让污染物迁移地下水或随地表径流迁移到

地表水中。植物萃取，即种植特殊的、大量富集重金属的超富集植物，让重金属大量富集于

植物体内，以达到提取、带走的目的。

       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，海关总署，问卷调查数据，商务部采集数据等

数据库。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，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 国家统计局及

市场调研数据，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，价格数

据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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